
新知
智

慧

海

都 2022年12月12日 星期一 责编/郭寿权 美编/建隆 校对/凌美

A05智 慧 海 都
95060

成立以来，秉持着“诚信相守、稳健相传”的经营理念，工商
银行福建省分行私人银行犹如一颗金种子在八闽大地破土而
出，茁壮成长。十年间，私人银行三级中心体制不断健全，已形
成1个一级中心、11家二级中心和4家三级中心的组织架构；财
富顾问与投资顾问队伍不断壮大，已拥有近 200人的高素质专
业服务队伍，共同组建起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私人银行的专业
服务网络。

十载同心 筑梦同行

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私人银行中心成立十周年
2012年12月10日，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私人银

行中心挂牌成立。十年来，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私人
银行在复杂多变的市场考验中坚守专业、温情守护，
在跨领域的资源整合中开拓创新、淬炼成长，在行业
引领的使命担当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今天，工商
银行福建省分行私人银行十周岁生日如期而至！

十年来，工商银行福建省分
行私人银行坚守“人民金融”的
发展理念，为满足人民追求美好
生活的向往，以更高的战略定位
主动融入新时代发展格局。积
极构建共建共享的增值服务体
系，每年举办财经高峰论坛、投
资策略私享会、名医一对一问诊
等特色主题活动 60 余场。私人
银行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先后
获得五项总行级、四项省行级先

进集体荣誉，并多次获评知名媒
体颁发的“福建省最佳私人银
行”奖。

十年间，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
私人银行从初出茅庐到星耀八闽，
正是中国新时代发展的一个缩
影。站在新的起点，工商银行福建
省分行私人银行将以服务实体经
济为使命，以服务私银客户需求为
己任，聚焦财富、家业、企业、品牌
和智能五大服务升级，向同业领

先、系统前列、客户首选的福建区
域“第一私人银行”不断迈进。

与初心同行，不负历史！
与时代同行，不负未来！
未来已来，任重道远；行而不

辍，未来可期。工商银行福建省
分行私人银行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坚持“服务为民”的宗旨，为
私人银行客户基业长青、家业兴
旺护航，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金
融力量”。

十载同心
成就专业与价值，筑梦同行

十年间风云激荡，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私人银行就似一艘
大船扬帆起航，践行着“君子偕伙伴同行”的品牌主张，陪伴客
户行稳致远。至今，服务私人银行签约客户数超万人，是成立
初的10倍；管理金融资产规模超600亿元，私银专属产品规模近
250亿元，家族信托近百单，并成立了工行系统首单专户产品、
首单定制型慈善信托。珍守托付、心怀感恩，工商银行福建省
分行私人银行倾力打造高净值人士的家族财富管理服务平台。

水稻是人类主要的粮食作物，养活了世界
上近一半的人口，也是未来载人深空探测生命
支持系统的主要候选粮食作物。利用空间微
重力进行水稻育种也是空间植物学研究的重
要方向之一。种子既是人类的粮食，也是繁殖
下一代植物的载体，人类要在空间长期生存，
就必须要保证植物能够在空间完成世代交替，
成功繁殖种子。但是，之前国际上在空间只完
成了拟南芥、油菜、豌豆和小麦从种子到种子
的培养，而主要粮食作物水稻，此前尚没有能
够在空间完成水稻全生命周期的培养。

在我国空间站生命科学项目中，中国科
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郑慧琼研究
团队承担了“微重力条件下高等植物开花调
控的分子机理”，在国际上首次开展了水稻从
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

神舟十四号乘组在轨期间，从 7月 29日
注入营养液启动实验，至 11 月 25 日结束实
验，水稻和拟南芥种子在中国空间站内经历
了 120天的空间培育生长，完成了种子萌发、
幼苗生长、开花结籽这一“从种子到种子”的
发育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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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杂交稻需要150多天成熟，而
‘锦优90’生育期缩短了10多天，依旧可
以做到优质高产。”10月中旬，成都市新
都区马家镇的稻田一片金黄。经过农业
专家现场测产，这个由四川省农业科学
院生物技术核技术研究所和四川省水稻
航天育种工程研究中心共同选育的航天
优质稻新品种的表现十分出色。

由此可见，航天育种的成果已在我
们的生产生活中广泛应用。而一粒种子
经过太空旅行，再来到老百姓的餐桌，这
个过程并不容易。

由于载人航天工程的载荷资源非常
珍贵，种子必须经过纯度、净度、发芽率
等标准严苛的筛选才能成为“天选之
子”，跟随着航天员一同在太空“出差”。
上了天的种子也不见得都能顺利完成任
务，根据统计，能顺利完成基因突变的种
子可能不到10%。

而那些被宇宙射线击中且发生良性
基因改变的“幸运儿”，回到地球后有时
还要被送到全国各地多个生态区进行筛
选、繁殖，再经过多年、多个生态地点的
测试，连年优秀者经过专门审定委员会
的鉴定，才能最终来到市场，整个过程可
能耗时6到8年。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在
轨进行了三次样品采集，包
括孕穗期水稻样品、拟南芥
开花期样品及水稻和拟南
芥种子成熟期样品。采集
后，开花或孕穗期样品保存
于零下 80摄氏度的低温存
储柜中，种子成熟期样品保
存于4摄氏度低温存储柜。

水稻在太空中的长势是
科研人员关注的重点。在空
间站微重力环境下生长的水
稻，其多种农艺性状都与地
面有所不同。其株型在空间
变得更为松散，矮秆水稻变
得更矮，高秆水稻的高度没
有受到明显的影响；水稻开
花时间比地面略有提前，但
灌浆时间延长了10多天；大
部分的颖壳不能关闭。开花
时间和颖壳闭合在保障植物
充分的生殖生长、获得高产
优质种子方面有重要作用，
科研人员将利用返回样品进
行进一步分析。

此外，航天员还在空间
站内开展了再生稻实验，并
获得了再生稻的种子，水稻
剪株后仅 20天就再生出了
2个稻穗。

国际首次
水稻在太空“从种子到种子”

初步发现
水稻在太空
开花时间提前

太空旅行
种子上天犹如“开盲盒”

过程不易
被宇宙射线击中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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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圆满
完成神舟十四
号载人飞行任务
的3位航天员平安
归来，经历了120天全生命周期的水稻和拟南
芥种子，也一起搭乘飞船返回舱从太空归来。
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
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种子为什么要去太空

“出差”？去太空“出差”的种子回来就能大变
样？让我们一起揭开航天育种的神秘面纱。

十年光阴

历经诞生与成长，匠心依旧

十分责任
承载信任与托付，砥砺前行

实际上，送种子“上天”，只是航
天育种的第一步。航天育种也称空
间诱变育种，是将作物种子搭乘返回
式航天器送到太空，利用太空特殊的
环境诱变作用，使种子产生基因变
异，再返回地面，经过选育，形成特性
稳定的新品种。

之所以选择“上天”，是因为自然
界的基因变化发生非常缓慢，而太空
为基因变异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辐射
场所。宇宙的环境远比地球复杂，拥
有宇宙射线微重力和高真空度等，在
这种环境中引起植物基因变异的概
率更高、程度更彻底、周期更短，可以
为科学家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基因源
材料，为育种按下“快捷键”。

而种子在太空发生的一切反应，
对科学家来说就像是在“开盲盒”。
因为在这趟种子们的“出差”过程
中，哪颗种子能被宇宙射线击中？
基因将如何改变？这些都是未知
数。只有将经历了太空旅行的种子
带回地球进行后续观察，一些种子
的后代可能会长得又快又好，或者
在病虫害方面的抵抗力大幅提升。
科研人员再根据其中“优等生”的性
状表现，从中筛选出变异基因，并培
育成为新品种。


